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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黄业波

一线传真

本报讯 （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金秋十月，天高气爽。10月 27日下
午，2018全国“百家媒体商丘行”采风
团一行100余人走进睢县，感受中原水城
制鞋、电子比翼双飞新风采，品读古城睢
州雅致灵动的文化氤氲，聆听“千年古
城、百年州府”历史钟声的激越回响。

此次采风活动由中国报业旅游联盟、
丝绸之路广电宣传联盟、河南省报业协会、
淮海报业联盟、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主
办，由商丘日报报业集团、中共睢县县委
宣传部承办。旨在充分宣传反映睢县全面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成就，扩大文化之城、生态之
城、运动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的影
响力。

为组织好这次百家媒体睢县采风活
动，睢县进行了认真、细致、周到的筹备
工作，召开专门协调会进行对接、部署；
采访过程中，睢县县委书记吴海燕，县委
常委、宣传部长朱韶对相关情况做了详细
介绍。

采风团一行先后走进河南嘉鸿鞋业、
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睢县城乡规划

馆、北湖公园、襄园等处，对睢县经济发
展、特色产业、城市建设、文化旅游等方
面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挖

掘。并在襄园景区仁义广场观看素有中原
文化活化石之称的水族同胞带来的原生态
歌舞表演。

采风团一路走、一路看，进展厅、入
车间，赏美景、赞发展，不时拿出手机和
相机，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鲜活、难忘
的瞬间。采风团对睢县的各项发展给予了
高度评价，纷纷表示要广泛宣传在睢县看
到的一切，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自己的所思
所想，希望将来还能够有机会再次来到这
座美丽的中原水城。

蚌埠新闻、中新网等十多家媒体及
时对在该县的采风活动进行了报道。报
道中说：“在嘉鸿鞋业，媒体团参观了先
进的激光切割生产线。近年来，睢县积
极承接产业转移，抢抓东南沿海制鞋产
业转移机遇,大力发展制鞋产业，打造

‘中原鞋都’、‘中国制鞋产业基地’。
2017 年，睢县制鞋业产能超过 1 亿双，
产值突破百亿元。”他们参观了鞋厂、电
子厂，对这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城市
有了更多的了解。

看到报道后，非常关注老家睢县发
展变化的黔南州政协原主席、贵州省水
家学会会长胡品荣这样评价睢县：“睢
县的发展标志着重振中华历史上中原雄
风……”

领略水城新风采 品读睢州古韵味

全国百家媒体采风团点赞睢县

全国百家媒体商丘行采风团成员深入河南（睢县）嘉鸿鞋业进行采访。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林）10月 26日，商丘学院
与睢县土楼村文化产业发展基地签约挂牌仪式在土楼村村室举
行，这标志着该村的文化产业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今天除了商丘学院的院长和教授来了外，商丘创新创业学
院、商丘艺术学院、商丘管理学院、商丘商学院的院长也来了，为
我们土楼村的发展增添了不竭动力。”该村党支部书记蒋家军高
兴地说，土楼村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古院落保护较好，是一个具
有豫东传统民居特色的村庄。近日，该村 32个农家小院，被来
自北京、郑州、洛阳、商丘、民权等地的 16名艺术家租赁并打造
成集书法、写意画、油画创作、艺术衍生品设计、民俗民居等不同
特色的文化大院。

商丘学院教授、商丘市艺术家摄影家协会主席刘正义说：
“我到过很多地方，都没有像土楼这样有内涵、有发展前景的村
庄。就多次到这里考察，确定在这里挂牌搞校企合作试点。”他
还表示，运行初期，将联系省、市内文艺团到此提供免费演出，继
而带领各学院的艺术设计人才为该村免费进行园林设计，建立
文化艺苑，发展特色民俗产业，主要包括民宿客栈、民俗商业街、
民俗纪念品、民居、土特产、手工艺术品等民俗产业的培育与壮
大；以乡村振兴为统领，打造集采摘、休闲、文娱为一体的现代乡
村田园生活综合体。

商丘学院、睢县土楼村

共建基地合作签约挂牌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徐泽昌） 10月 26日至 29
日，2018年“中原水城杯”苏鲁豫皖四省门球公开赛在睢县
北湖公园开赛。本赛事由商丘市教育体育局、商丘市老年人
体育协会主办，商丘市门球协会承办，睢县体育发展服务中
心、睢县老年门球协会协办。比赛分别在北湖公园四块门球
场地同时进行。来自苏鲁豫皖四省的60支老年门球队700余名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喜聚风光旖旎的北湖湖畔，以高超
的技艺和优良的作风切磋交流，传递友情，展示新时期老年
人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三天激烈角逐，许昌长葛队喜获冠
军，菏泽市直队获得亚军。

睢县举办2018年“中原水城杯”
苏鲁豫皖四省门球公开赛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通讯

员 甄林）“这次的巨报展内容丰
富，版面出彩，我对睢县改革开
放40年巨变有了更深的认识，为
老家睢县的发展变化感到自
豪！”10月 31日下午，前来观看
百版巨报展的市民程女士由衷地
告诉记者。

环绕“商丘好人”主题公园一
周的百版融媒体巨报展分为系列
述评、商丘亮点、部门成就、县
（市、区）成就等部分，以160版《商
丘日报》原版放大66倍立体呈现，
全面展示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商丘发展的壮阔历
程和辉煌成就。巨报展于 10 月
26日在日月湖景区里的“商丘好
人”主题公园一展出，就引起了广
大市民的关注。

在“商丘好人”主题公园内，
每一幅报面内容图文并茂，可看
度极高，总结了商丘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

睢县成就大型主题报道巨报
展成为一大亮点，《党旗领航开
启新征程》《“鞋都”跑出发展
加速度》《乡村振兴奏响大合
唱》《生态巨笔描绘新画卷》《文

化涵养千年古凤城》《民生滋润
幸福新睢县》等一个个主题报道
吸引了各界领导、媒体记者及广
大市民驻足观看，纷纷给予高度
评价。

“全国百家媒体商丘行暨商
丘成就融媒体百版巨报展”的启
动仪式结束后，来自全国各地新
闻界的权威专家、知名人士、资深
媒体人，对160版巨报进行观展。

市委副书记陈向平、商丘日
报总编郭文剑向在场的各位领
导、媒体记者就睢县的经济、文
化、生态等进行了介绍。中国新
闻社党委副书记、纪检书记张明
新听了介绍后，对睢县表现出强
烈的兴趣，并表示，一定到睢县
亲身体会、亲眼目睹睢县的自然
风光、文化底蕴、产业发展和独
特魅力。

商丘成就融媒体百版巨报展睢县版成亮点

本报讯（记者 黄业波） 这几天，睢县襄园、北湖公园
内，铜鼓、芦笙、原生态水族歌舞表演成了中原水城一道靓丽
风景。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水族青年男女精湛的表演，仿佛把
人们带入云贵高原水族村寨，享受魅力四射、原汁原味的水族
文化，感触跨越时空的远古中原文化活化石再现老家睢县……

居住在云贵高原地区的水族自称“睢”，因发祥于中原古
睢水流域而得名，故民间有“饮睢水，成睢人”之说。大约在
殷商之后，水家先民从中原睢水流域往南迁徙，逐步融入百越
族群之中，形成了以中原文化、百越文化为主流，南北民族融
合的二元结构形式。水族社会保留着殷商文化圈和百越族群的
浓郁文化遗存。

凡是涉及水族生产生活及文化类的用语，无不打上“水/
睢”的烙印。水书称“勒睢/泐睢”，水家人称“人睢”，水家
房屋称“干睢”……水语“睢”的读音语义千古不变调，根植
于每个水族人的文化意识之中。

睢县处于古睢水流域的核心地带，是中华文明、黄河文
明的发祥地之一。近几年，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州省三
都县与河南省睢县两地交流、交往日益密切，访亲寻根往来
不断，河南（睢县）云腾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委、省政府《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方案》，
落实中共睢县县委打造睢县全域旅游的战略部署，与贵州省
水家学会、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水家学会、贵州民族大学
水族文化专家联手在云腾生态农庄内建设云腾水族风情园。
为此，睢县云腾水族睢源农民艺术团应运而生，演员全部来
自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水族村民，其表演节目、内容堪称古代
中原文化的“活化石”。

水族风情表演
成中原水城一道亮丽风景

“王俊荣夫妻俩是打着灯笼都
难找的好人！他们照顾瘫痪在床的
哥哥王本荣 30 年，从没有嫌弃
过，要不是他俩心地善良、厚道，
悉心照料，王本荣可能早就去世
了。”周堂镇马关村村民栗志云提
起王俊荣赞不绝口。

王俊荣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庭，
父母勤劳能干，兄弟四人感情融
洽，每逢有好吃的东西父母不舍得
吃，兄弟四人也都相互谦让，特别
是大哥王本荣更是疼爱他的三个弟
弟，大哥在兄弟中很受尊敬。

1966年，王本荣到了入伍的年
龄，积极报名参军。然而天有不测
风云，王本荣当年在生产队夜晚加
班推水车抗旱，回家用井水洗澡，
受寒落下病根。也错过了入伍的机
会，在家帮助父母照顾弟弟们。
1969 年，王本荣病情复发，当时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没有及时就
医，从此便瘫痪在床。王俊荣是家
里的次子，看着父母一边参加生产
队劳动，一边照顾瘫痪在床的哥哥
和两个弟弟，他便主动担起了家里
的重担。

1980 年，王俊荣经人介绍，
与邻村朴实、善良的姑娘郭兰英结
为夫妻。结婚后，夫妻俩选择和父
母一起生活，既可以照顾身体不好
的父母，又能照顾卧病在床的哥哥
和两个年幼的弟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弟弟也
长大成人，由于家境贫困，弟弟成
为上门女婿。父母相继去世，家庭
重担便落在了王俊荣夫妻俩身上。

王本荣不忍心成为弟弟和弟媳的累赘，便萌发了轻生的念
头。他平日悄悄地让别人帮他买安眠药，积攒起来。有一天，
他趁旁人不注意将药片全部服下。幸亏王俊荣发现及时，立即
请来医生将王本荣抢救了过来。经历了这次“轻生事件”，王
俊荣给哥哥买来了电视和手机，为哥哥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

然而，王本荣竟提出了条件，他必须在另一个院居住，不
想和弟弟、弟媳住在一起，王俊荣夫妻俩也理解哥哥的良苦用
心。1988年，王本荣就搬到距离王俊荣家100米的老院居住。

“我今年 62岁了，30年来，我基本上没出过远门，在家
里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外出打工挣钱，因为哥哥在家，在外
面过夜会不安。”王俊荣说，他很欣慰娶了郭兰英这么通情
达理的妻子，除了给哥哥换尿布、擦身子外，洗衣、做饭以
及家务活里里外外都是郭兰英打理，一日三餐换着花样做给
哥哥吃。

“30年了，他们夫妻俩无论刮风下雨，都没间断过，天天
去他大哥那里照顾。”栗志云说着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哥哥虽然瘫痪在床，但他脑子清醒，也很有德性，儿子
和孙子都喜欢和他相处，在他那里能懂得很多做人的道理，一
家人对他很尊重。”郭兰英说，“只要哥哥在一天，我就要照顾
他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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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是睢县老关张村
脱贫产业哈密瓜即将采摘的日
子，忙碌在瓜田里的村民脸上挂
着的笑，像哈密瓜一样甜。

在大棚里忙碌了三个多月
的贫困户韩冬梅掩饰不住自
己的喜悦，这片瓜棚倾注了
她的血汗，更寄托了她脱贫
致富的希望。

老关张村是 2016 年脱贫出
列的贫困村，位于城乡接合部，
村民脱贫增收的方法就是进城
务工或出外打工，方法单一，持
续性不强。贫困户韩冬梅就是
典型例子，韩冬梅夫妇原在南方
沿海城市打工，潮湿的居住生活
条件，紧张的工作节奏，让她患
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两个手指关
节变形，治病花光了她多年的积
蓄，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她只
得回家。

韩冬梅致贫原因虽是个例，
但近几年村里外出返乡的并不
少，一方面在外颠沛流离，眷恋
家乡；另一方面蓬勃兴起的农村
产业成了他们创业的热望；再
者，贫困村脱贫需要一个固定的
产业做支撑，才能保持脱贫成效
的持续性。最高人民法院在睢
县挂职的政府副县长贾毅与驻
村第一书记王留波对老关张村
村情分析和发展谋划不谋而合。

为了给群众寻找到一个可
持续的脱贫产业，2017 年 4 月，
贾毅、王留波带着村委会干部和
部分群众代表先后来到了陕西
华阴考察黄花菜种植项目，10月

份，他们又到河北沧州万源枣树
种植基地考察，决定引进冬枣新
品种早脆王。这年冬季他们试
栽了 80 余亩，但因缺乏管理技
术枣树成活率不高。

王留波寻找产业发展的步
子并没有停下来，随后，又有河
南天畅农业生态、河南翼遥观光
农业、上海黑马会农业投资有限
公司到该村，多数是有投资意
向，但有来无回。

今年 5 月，凤彩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到老关张村考察。他们
看中了老关张村的区位优势，看
中了这里无污染的良化溶质土
壤，决定把凤彩农业在山东推广
试种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奶奶
家”哈密瓜、西红柿、“红宝石”草
莓落户老关张村。

经过协商该公司提供种苗、
菌肥、种植技术，并以不低于 2
元一斤的价格回收产品，这种保
值式的种植模式很受群众欢迎。

为了尽快促成项目实施，城
关镇政府先期垫付农民土地出
让金，利用到户增收项目资金购
置了大棚设施。

7 月，16 棚“奶奶家”哈密
瓜、1 棚西红柿、4 棚“红宝石”草
莓，正式入苗栽种。

为尽快让农民掌握种植技

术，他们开办了农民夜校，把公
司技术总监请到课堂上，把瓜棚
当作教学课堂。

为让更多农民成为种植能
手，成为村经济发展的后备
军，他们选拔部分有意愿返乡
创业的知识青年，入选村农村
科技人才库。30 岁在外创业返
乡的杜丁成功入选。他说，这
次入选到果蔬产业基地锻炼学
习，不仅学到知识，掌握了技
术，关键是与农业专家的接触
开阔了视野，坚定了扎根农村
创业的决心和信心。

城 关 镇 党 委 书 记 李 红 星
说：“老关张村农果蔬产业增收
项目是镇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试
验田，农民通过土地入股获得
分红股金，务工增加收入，企
业获得相应利润，剩余的全归
村集体，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提高了村党支部的号召力和凝
聚力。下一步，我们要筹划第
二批果蔬产业项目，把关张所
有土地全部纳入项目区内。我
们还要把全镇的土地整合起
来，复制关张的种植模式，建
设集果蔬种植、踏青观光、餐
饮采摘为一体的综合经济体，
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产业基
础。”

哈密瓜儿甜
本报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杜传忠

商丘成就融媒体百版巨报展睢县版前读者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睢县云腾睢源水族表演团在襄园为游客进行表演。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红梅回来了，以后我们跟着她发展蔬菜大棚，肯定能挣
钱。”说到王红梅回乡建大棚、种菜花带领村民致富的事情，
睢县后台乡胡岗村村民满怀信心。

王红梅是睢县后台乡胡岗村人，2004年到北京通州区张
家湾租赁土地100亩，建成以种植球生菜、有机花菜为主的蔬
菜农场。“俺农场的菜主要供应麦当劳、肯德基等餐馆，产品
出口韩国、日本等许多国家。”据王红梅介绍，她家姊妹 8
人，都有自己的产业园，全部从事蔬菜种植和经销，形成了庞
大的家族产业。

在今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该村村民单电力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多次邀请王红梅回乡创业，给本村村民寻求致富
门路，并为其流转土地 50亩作为试验田，带领村民致富。目
前，王红梅把北京的农场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回乡带头发展蔬
菜大棚。“电力年轻有为、有魄力，能为群众办事。我今年50
多岁了，有落叶归根的想法，也想回来帮乡亲们一把。”她
说，这两年家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政策好了，环境变
了，寻找一项持续增收门路，是当前村民最迫切的愿望。她还
表示，她本人懂技术，有销路，只要群众加油干，很快就能脱
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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